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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发生联系基本上是通过印度

和波斯等中介进行，其中又以波

斯文明为主要媒介。古波斯帝国

建立后，修建大量驿道、开凿了

苏伊士运河，运河与驿道构成的

水路交通系统将波斯帝国的经

济中心巴比伦同小亚、 埃及、印

度、中亚相连，并成为有名的陆

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促进了中国与西

亚的物资、技术和文化交流。 西

亚特产葡萄干、苜蓿、扁桃、茴香、

胡萝卜等传入我国。 波斯工艺

品、拱顶建筑技术、波斯医药、音

乐、舞蹈、雕塑等也传入我国。 中

国的文化科技成果，如养蚕缫丝

技术、造纸技术、地下水渠灌溉

技术（坎儿井）、铸铁术等，也随丝

绸之路传入西亚地区。 中国的铸

铁柔化技术被伊朗吸纳，用以改

进了伊朗铁兵器的质量。 安息王

朝时期， 伊朗马尔吉安娜的木

鹿城 （Marv， 后易名为安条克

城） 既是当年丝绸之路上的战

略重镇和国际贸易中心， 又是

中国钢材贸易中心， 著名的大

马士革钢制作技术据说就经由

木鹿受到中国制钢技术的影

响。中国的造纸术、火药等通过

伊朗传入西亚阿拉伯地区，再

由阿拉伯人传到欧洲。 我国西北

新疆一带的地下水渠灌溉技术

经由中亚传播到波斯和叙利亚，

使这些地区的沙漠边缘地带得

到开发，如黎巴嫩的贝卡谷地，就

引黎巴嫩雪山之水， 以地下渠道

方式组成灌溉网， 使其变成沙漠

绿洲，迄今已有1600余年。

在中华文明与伊朗文明交

流中，宗教文化交流是个重要方

面。 经伊朗传入我国的宗教，先

后有佛教、祆教、摩尼教和景教，

其中尤以佛教对我国影响巨大。

我国早期佛教并非直接来自印

度，而是经安息和中亚其他伊朗

语国家传来。佛教兴起于古代印

度，阿育王时期逐渐传入临近地

区，首先是传到说伊朗语的中亚

各国， 并于公元前1世纪初由中

亚传入我国新疆地区，随后传入

我国内地。最早来我国传播佛教

的都是伊朗语居民，早期佛教经

典用语很多都是直接由伊朗语

翻译而来。在早期来华的佛教高

僧中，最著名的是安息高僧安世

高。安世高是我国汉译佛经的创

始人，公元148-171年，他在洛阳

先后出经35部41卷，其所译佛经

被评价为“义理明晰，文字允正，

辩而不华，质而不野”，号称“群

译之首”。

西亚文明与印度文明的交流

互鉴。 印度文明与西亚文明的交

流始于两河流域文明时期， 在两

河流域出土的文献中出现过印度

牛的形象。 亚历山大大帝远征印

度后， 印度与西亚地区的文明交

往密度增加。文学方面，古代阿拉

伯文学名著《卡里米与迪木乃》和

《一千零一夜》都起源于印度。 《卡

里米与迪木乃》来自印度寓言《五

卷书》，先是被胡司洛的御医巴尔

祖耶译为钵罗钵语，取名《卡里米

与迪木乃》，后来又被波斯的穆斯

林伊本·穆格法由中波斯语翻译

为阿拉伯语， 进而得以在西亚地

区广为流传。 该书现在有40多种

不同语言的译本， 广泛流传于世

界各地。 《一千个故事》这本印度

故事集在萨珊时期也曾被译为钵

罗钵语， 后来也被波斯人由中波

斯语译为阿拉伯语。 它是流传至

今的著名阿拉伯故事集 《一千零

一夜》 的材料来源之一。 宗教方

面，阿拉伯人征服伊朗后，曾为伊

朗国教的祆教被禁，祆教圣经《阿

维斯陀》被毁，一些祆教徒为躲避

宗教迫害移居印度， 被印度人称

为“波斯教徒”，祆教经典《阿维斯

陀》 的部分内容得以在印度保存

下来，因此今天我们所见到的《阿

维斯陀》圣经，是印度的波斯教徒

经典。科学方面，印度数字和十进

位法经由波斯人介绍给阿拉伯

人。 关于印度天文学的影响也出

现在一些5世纪的古伊朗天文学

记载中。 在8至9世纪的西亚地区

科学中心———巴格达， 就有不少

来自印度的学者帮助制作各种印

度天文手册的阿拉伯文译本。

西亚文明与中亚文明的交

流互鉴。 由于地理位置因素，中

亚地区在早期主要受波斯文明、

印度文明和希腊文明的影响，佛

教最先向外传播到的地区就是

中亚， 再经由波斯人传到中国。

因此中亚文明与西亚文明发生

联系的早期主要媒介是伊朗/波

斯文明，后期在伊斯兰文明崛起

后，主要受伊斯兰文明和波斯文

明的双重影响。中亚地区存在诸

多游牧民族， 历史上即为东西

方文明交流的主要通道， 在伊

斯兰教东传过程中， 中亚地区

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伊斯兰

教传至中亚以前， 该地区是摩

尼教、祆教、景教、马兹达克教、

印度教 、佛教 、道教 、萨满教等

多教并存之地，公元前334年开

始的亚历山大大帝东征， 使中

亚地区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 。

亚历山大大帝在中亚地区交通

要道上修建数十个以他命名或

由他命名的希腊化城市， 这些

城镇后来有许多成为丝绸之路

的重镇和东西方文化交汇的中

心。 佛教文化中的犍陀罗艺术

便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 亦可

说是佛教艺术在希腊文化与中

亚文化双重影响下的结果。 随

着后来佛教文化的东传， 犍陀

罗艺术对我国西北地区的石窟

造像和绘画艺术产生了深刻影

响。景教和伊斯兰教也经由中亚

传入中国，其中伊斯兰教对中亚

地区的影响最大，伊斯兰文化与

波斯文化和突厥文化发生交流

互鉴后，形成中亚特色的伊斯兰

文化。中亚特色的伊斯兰文化传

入中国后，又与中国儒家文化发

生交流融合，进而形成中国特色

的伊斯兰文化。

西亚文明蕴含着浓郁

的亚洲文明价值观

基于共同的人性， 人类文

明在总体上都具有一定的共通

性， 这也是历史上各种先进的

文明能够被认同和传播的重要

原因。 古代西亚文明同样如此，

其文明的内涵中也孕育了一些

重要的亚洲文明价值观。

虔诚敬畏。 在西亚文明中，

宗教内容构成其重要部分。 除早

期遍布西亚地区的多神崇拜，后

来还相继出现一神教的犹太教、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神在古代西

亚地区的公共生活与个人生活

中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一个人

从出生到死，无不与神紧紧联系

在一起。 整个社会上下无不受到

神的意志的支配，可谓“率海之

滨，莫非神土”。 出于对大自然的

敬畏，人们多对太阳、月亮、雨水、

雷电等都赋予敬仰和崇拜，都相

信世间充满了善神和恶鬼。 善神

显形为带翅膀的公牛和狮子，被

装饰在宫廷的大门两侧。 这种门

兽后由佛教、祆教和摩尼教传入

中国，也成为中国官府、大户门

前的一对石狮。 为表示对神的敬

畏，西亚各王朝和帝国均建造了

众多神庙，定期在神庙里举行宗

教仪式。 早期的神庙，以及后来

的犹太会堂、基督教堂和伊斯兰

清真寺，均是宗教在西亚文明中

占据重要位置的具体表现。西亚

文明中所体现出的对神与大自

然的敬畏使得人们在大自然面

前有所节制，努力追求人与自然

的和谐相处，而不是无节制地去

征服大自然。

公正仁爱。公元前18世纪巴

比伦国王汉谟拉比为保护平民

和弱者利益，颁布了著名的《汉

谟拉比法典》， 法典中处处体现

出“使强不凌弱”的公正仁爱思

想。 法典前言中称法典条文是

“公正的法律裁决 ”，是“要以此

使国家得到公正的统治和合理

的管理”。 法典内容除保护平民

的私有财产外，还力求在公平和

正义的原则下保护弱小者利益。

如法典第48条规定：“如果一个

人身上有债，而暴风雨又冲毁了

他的田，或是由于缺水田地没有

长出大麦，那么那一年他不可向

他债主交粮，他可修改他的泥板

契约，不付那一年的利息。 ”犹太

人的《圣经》中也指出“公义和公

正是上帝宝座的根基”。 波斯阿

契美尼德王朝的居鲁士二世以

“为人宽厚仁爱”著称。他尊重各

地风俗，善待被征服地区上层分

子和普通居民。 还把号称“巴比

伦之囚” 的犹太人遣送回国，帮

助他们在耶路撒冷圣地重建家

园，被歌颂为犹太人的“弥赛亚

（救世主）”。 中国伦理学中最重

要的仁爱原则，在犹太伦理中也

有所体现。仁爱在中国文化中被

理解为爱人，没有上帝爱子民之

意，犹太文化中的仁慈有上帝慈

爱人民、人与人之间要慈爱两个

方面。 《诗篇》 中说：“上帝本为

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出埃

及记》 写道：“不可辜负寄居的，

也不可欺压他……不可苦待寡

妇和孤儿。 ”这种保护弱者以及

行善互爱的精神在伊斯兰文明

中也有体现， 在倭马亚王朝时

期，兴建了目前世界上已知的第

一所麻风病医院，设立了收容老

弱病残及盲人之家。

开放包容。 苏美尔文明时

期，盛行多神教自由信仰，王权

对各种宗教信仰都不加以干

涉， 巴比伦人主导两河流域地

区后， 也继承了苏美尔人的宗

教宽容传统， 并不排斥异族的

神。 亚述帝国时期，所有被征服

地区在必须供奉亚述神的同

时， 也可以继续保留自己的地

方神。 可见，在西亚地区，各种

宗教都能找到自己的立足之

地， 开放多元的文化特征十分

鲜明。 波斯安息王朝统治时期，

也完全尊重西亚地区已经被希

腊化的城市的自治权， 不干涉

这些希腊化城市的内政与工商

业活动。 安息王朝对希腊化城

市的宽容态度， 对伊朗文化的

发展具有很大推动作用。 它使

伊朗能主动吸收外来文化的精

华， 形成自己本民族文化的特

色。 著名的犍陀罗佛教艺术，就

吸收借鉴了希腊和伊朗的艺术

手法。 伊斯兰文明也具有鲜明

的开放色彩。 在伊斯兰教创立

之初， 就从犹太教吸纳借鉴了

许多内容， 这种开放性的视野

为伊斯兰文明合理吸收世界各

地的优秀文化养分， 并结出丰

硕的成果提供了条件， 使伊斯

兰文明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

走出阿拉伯半岛地区， 向外拓

展， 建立了横跨亚非欧的阿拉

伯/伊斯兰帝国。在公元9世纪阿

拔斯王朝的马蒙统治期间 ，巴

格达城成为世界著名的科学文

化中心。 波斯人、希腊人、印度

人 、犹太人 、阿拉伯人 、叙利亚

人都汇聚于此，对来自希腊、罗

马和印度等地的文献书籍进行

翻译整理。 伊斯兰文明早期，其

对境内非穆斯林群体十分宽

容，允许境内基督教、犹太教和

祆教教派的信仰自由， 并不强

迫他们改信伊斯兰教。

教育为本。 西亚文明具有

重视教育的特征。 早在古代巴

比伦地区，就存在各类学校，如

书吏学校、天文学校等。 学生既

来自名门望族， 也来自下层平

民家庭。 受两河流域文明的影

响，古代波斯贵族在公元前5世

纪也开始接受学校教育。 安息

王朝时期， 伊朗王公贵族已经

具有很高的文化教育水平 ，其

文化素养完全不亚于同时期的

希腊化各国。 由于推行大众化

教育，普通百姓也能接受教育，

因此在波斯帝国的下层平民中

也出现了受过良好教育的文

士， 他们后来在波斯萨珊王朝

时期形成一个强有力的 “文官

（文士）等级”。 萨珊王朝时期，

还热情接待了因希腊雅典学园

被迫关闭而前来避难的许多新

柏拉图学派哲学家。 伊斯兰文

明也十分注重教育，7世纪的倭

马亚王朝时期建立了学校，8世

纪的阿拔斯王朝时期在巴格达

建立了科学学院和天文台 ，注

重数学、医学和天文学的研究，

同时翻译大量的希腊、 波斯和

印度文献。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

院国际问题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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